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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盆地遂宁组紫色土广泛地分布于盆地中部
,

也零星出现在盆地边缘
。

母质为侏

罗纪厚层泥
、

页岩的风化产物
。

物理风化强烈
,

土壤水分状况不良
,

耐旱力较差
,

在一定程

度上限制了土壤生产力的进一步发挥
。

本文系四川盆地遂宁组不同质地紫色土的持水特

性的初步研究结果
,

简报如下
。

一
、

研 究 方 法

采用粘土矿物组成
‘,基本一致的 7 种不同质地的遂宁组紫色土

,

即中粘土
、

轻粘土
、

重壤土
、

中壤土
、

轻石质中壤土
、

中石质中壤土和重石质中壤土
。

土样通过 2 毫米筛孔
,

按田间土壤容重装样
,

利用压力

膜法
. ,

测定土壤水吸力
.

其他项目测定均用常规法
。

二
、

结 果 与 讨 论

(一) 土滚水分特征曲线及其经验方程

由土壤水份特征曲线图 1 可见
,

不同质地土壤具有相似的曲线形状
,

为一簇抛物线
。

但各条曲线在坐标中位置却明显不同
。

如以幂函数 s 一 a
平

奋
拟合它们

,

则有很好的近

似
,

各条曲线坐标位置的互异反映于
。 , b 二参数之中

。

经幕回归分析得 到这些曲线的经

验方程如表 1。

表 l 表明
,

参数
q
值是质地变粗而减小

。
参数 b 值与质地间没有线性关系

,

而是以中

l) 矿物组成主 要为蒙脱石
、

水云母
、

挂石等
.

2 )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所物理室测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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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l 四川盆地遂宁组紫色土水分特征曲线图

衰 1 四川盆地邀宁组萦色土水分特征曲线经验方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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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: s 为土坡水吸力(巴 ); 甲 为含水t ( %
,
干土重 ) ;

。、 吞均为参数 ; 。 . 1 0; !r. .. :

l = 。
.

7 6 , ; ‘* *
”

号表

示极显著相关
。

等质地土壤为最大
,

, 号中壤土为一 4
.

, 06
,

以此为界
,

质地愈细或愈粗
, b 值均愈小

,

最细

者一号中粘土为 一7
.

3 7 4
,

最粗者 10 号重石质中壤为一 7
.

0 , 。
。 b 值大小顺序为中壤土 >

重壤土和轻
、

中石质中壤土 > 重石质中壤土和粘土
。

从线性经验方程坛 S ~ 垃 a + b ln 甲

中可见
,

土壤质地愈粗
,

直线截距 ( I
n 。) 愈小

,

而斜率(的则是中壤土最大
,

质地较之过细

和过粗者
,

斜率均小
。

由于反映土壤水有效性的一个强度指标—
比水容量

〔11 ,

是指在任意湿度 (e) 值时水
,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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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,

分特征曲线的斜率(竿
,
e 为容积含水率

, s 为水吸力 )l;J
。
因而

,

土壤比水容量以中壤土
-

-

一
、d ,

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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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
- - 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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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’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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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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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为最高

,

质地较之愈细或愈粗
,

比水容量均愈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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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土壤持水性能及其影响因素

从
.

水分特征曲线图中可看出
,

不论在低吸力还是在高吸力下
,

土壤持水量都以质地最

细者为最高
,

随着质地变粗
,

持水量总体上减小
。

显然
,

质地深刻地影响着土壤持水能 力
。

钱性相关分析表明
,

在整个测试吸力范围 (。一 15 巴)内
,

土壤持水量与 < 。
.

O lm m 物理性

粘粒和比表面均具有密切的相关性
,

平均相关系数分别为 0
.

9 2 3 9 * *
和 0

.

9 06 1 * * ,

均呈极

显著相关
。

但水分特征曲线除显示持水量随质地变粗而降低的总体规律外
,

也表现 出个别异常

情况—
部分曲线的相互交错

。

分析表明
,

毛管孔隙度和有机质含量是其制约因素
。

线性

回归分析得知
,

持水量与毛管孔隙度的平均相关系数
,

在 < 1 巴的低吸力段
,

为 。
.

” 06
. * ,

呈极显著正相关 ; 随着吸力增大
,

相关性逐渐减弱
, 3一 10 巴段为 。

.

6 6 9 4 * ,

尚有显著相关

性 ; > 10 巴段则无显著相关性
。

有机质含量在整个测试吸力范围内都明显地左 右 持 水

量
,

二者的平均相关系数为 0
.

8 2 7 4 * * ,

呈极显著正相关
。

三
、

结 论

每

四川盆地遂宁组紫色土水吸力(s) 与含水量 (平) 之间遵守 s ~ 。W 吞 之幂函数拟合

关系
。

参数
。
值随质地变粗而减小 ;参数 b 值以中等质地土壤为最大

,

质地由此变细或变

粗
, b 值均降低

。

土壤持水能力主要决定于土壤质地
,

也受结构和有机质的影响 ; 不论在

低吸力还是高吸力下
,

质地
、

有机质含量与持水盈都有密切的相关性
,

结构与持水量的相

关性主要表现在低吸力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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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书 介 绍

《R e a e t io n : a n d M o v e m e n t 。f o r g a n ie e he m ie a ls in 5 0 115 (有机化学制品 在 土 壤

中的反应与迁移 )》简介

来源于农业和工业废物的有机化学制品常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
,

这已成为世界
、

瞩 目的问题
。

本书介绍了来自工农业的有机化学制品在土壤中的物理
、

化学和生物学特

性
,

其相互作用和作用机制
。

这些作用包括吸着
、

解吸
、

蒸发
、

光解和生物降解
,

并讨论 了

这些作用的动力学问题
。

同时提供了为预测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情况进行的建模研究

结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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